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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吕嘉捷 通讯员 汪
凯）今天上午，第十八届海峡两岸图
书交易会（简称“海图会”）在厦门拉
开帷幕。本届海图会秉承“书香两岸，
情系中华”主题，突出专业对接和馆
配样采功能，搭建两岸图书贸易、版
权交易和产业合作平台。

本届海图会设立大陆图书展区
7800平方米，台湾图书展区1700平
方米，规划布置“阅见两岸”“书香两
岸”“书来书往”“版通海峡”“数说新
语”等主题板块。两岸共300家出版机
构参展，其中台湾出版机构86家。两
岸10余万种新书、精品书参展，其中
台湾图书3万余种。邀请242家公共、
高校图书馆及研究机构参会订购，满

足不同年龄读者群的文化需求。
海图会期间将举办两岸图书馆

配样采会、两岸出版高峰论坛、版权
贸易对接会、海峡两岸图书装帧设计
大赛作品展等配套活动，探索两岸在
出版、发行、版权及数字出版等领域
的融合发展新路。

本届海图会首次设立“声音赋能
出版”展区，邀请头部声音机构冠声
文化参展，展示出版与科技融合的前
沿产品。冠声（厦门）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于2022年4月落地厦门，以文化IP
有声出海为业务方向，布局面向台湾
及海外市场的有声书、广播剧、动态
漫、游戏、影视剧等有声泛娱乐产品
出品和制作，推进“厦门声音剧团”、

数字虚拟人等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海图会设立

了“书香湖里，阅见美好”展区，通过
活动图文视频和作品配音展演，面
向书业界展示厦门(湖里）——城市
诵读节的文化名片，让城市因阅读
更美好。

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自2005年
在厦门创办以来，突出对台特色、突
出产业交易，以“书香两岸，情系中
华”为主题，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和出版
产业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共实现图
书交易1850万册，促成两岸图书销
售采购6.28亿元人民币，成为海峡两
岸最具影响力和交易成效的出版交
流活动。

本报讯（文/记者 龚小莞 供图/金莲陞
高甲剧团）今年是陈化成殉国180周年，厦
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筹划推出新编历史剧
《陈化成》。该剧被列入2022年度厦门市文
艺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该剧于11月25日首
演后，目前正根据各方意见进一步修改提
升，将于12月底面向市民公演。

陈化成是厦门同安丙洲人，是中国近
代史上抗击外侮、以身殉国的爱国名将、民
族英雄。高甲戏《陈化成》的故事开始于
1840年，64岁的陈化成临危受命赴沪就任
江南水师提督。该剧在保持高甲戏传统特色
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无私无畏、一生为民、
廉洁奉公、舍身报国的民族英雄形象。剧本
改编自作家高宏斌的同名话剧，由本土优秀
青年编剧黄相平操刀，邀请国家一级导演、
武汉楚剧院副院长王文华担任导演。

据了解，10月31日剧目正式进入排练
阶段，演员们每天都是高强度地表演，打磨
每一个动作，将每一句台词琢磨透彻。乐队
组对唱腔反复试唱修改，舞美组对置景再
三打磨推敲，积极探索如何尽可能优化舞
台呈现效果。大家齐心协力，力争打造出一
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佳作。

1923年，我国旅顺、大连的租借
期已满25年，但是，日本却不许我国
收回来。全国人民愤怒地掀起了争回
旅顺、大连的保卫国权运动。集美学校
师生义愤填膺，马上投入运动。4月3
日，全校师生员工在大礼堂成立“对日
外交后援会”，拉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

序幕。紧接着，学校组织师生走出校
门，散发、张贴传单，进行反帝文艺演
出，抵制日货，到同安等地示威游行。

陈新杰说，同年4月15日晚，集
美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反帝演讲大会，
叶渊校长带头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
说，数十名教师学生也先后上台发言

陈辞。第二天天未亮，全校师生包括集
美小学在内1500多人，在校长叶渊的
带领下，乘船到厦门岛内加入厦门市
反帝示威大游行队伍。为了反帝爱国
活动有经费支持，叶渊还带头捐款，组
织募捐活动，所募经费收支公布于《集
美周刊》。

第十八届海图会上午开幕
两岸十余万种图书参展，外图厦门书城、厦门新华书店设分会场对市民开放

纪念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高甲戏《陈化成》将公演

今日·都市

投身革命洪流 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学校师生活跃在爱国游行、抗议的最前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集美
学校师生以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先生为榜样，加入了

浩浩荡荡的反帝爱国运动。”陈嘉庚研
究学会理事陈新杰介绍，集美学校的
师生活跃在屡次爱国游行、抗议的最
前线，全力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为
厦门反帝斗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记者兰云丝图/受访者提供

▶1938年《血花日报》全体理事及员工留影。

宣传抗日抵制日货
组织成立“抗日义勇队”

1928年3月，集美召开了各界反对日
本侵略国权大会，派宣传队分赴各县宣传，
组织纠察队检查日货，誓要同日本经济绝
交。同年5月3日，日寇制造“济南惨案”，校
主陈嘉庚先生在南洋不但发动了抵制日货
的运动，还组织了“山东惨祸筹赈会”，募得
巨款汇回祖国支援抗日斗争。5月9日起，
集美学校师生开展“反抗日本侵国权”的运
动，学校先行停课三天为殉难者志哀，开展
悼念及抗日宣传的活动。

陈新杰说，此后又掀起数次运动高潮，
不但宣传抗日，抵制日货，还组织成立了以
叶渊为总队长兼大队长、男女学生共569人
的“抗日义勇队”。义勇队实施严格军事训
练，暑假仍坚持在校，准备随时上前线参
战。同时，学校还就如何选用教材发文，要
求人文学科取发扬民族精神和倾向于对日
交战的宣传文字，自然科学则取倾向于战
争知识的教材。

1925年 5月 30日，上海工人和
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帝国主义残
酷镇压，酿成“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以至
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消息传到厦
门，厦门人民同仇敌忾、群情激昂，再

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
运动。

“五卅惨案”发生后，集美学校声
援上海工人，发动了“扫除国贼打倒
强权”的运动，持续了5个多月。学校
由叶渊校长任主席，成立救国团委员

会进行组织领导。6月上旬，学校以全
体师生名义，致电上海罢工工人，发
表《为上海惨杀事敬告国民》书，声讨
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宣传队走出校门
宣传演出，进行广泛的反帝宣传，全
校师生还捐款支援上海的罢工工人。

成立“对日外交后援会”投身厦门反帝示威浪潮

“五卅惨案”后再次发声 捐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

■高甲戏《陈化成》剧照

■主会场设于厦门佰翔
会展中心 B 馆，展区面积
9500平方米，12月1日至3日
面向出版发行机构专业人士
开放。

■外图厦门书城、厦门新
华书店设立分会场，12月1日
至11日面向市民读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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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6日，厦门各界2万多人
在厦门大学演武场举行声援“五卅惨案”大
会，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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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会现场 刘东华 摄


